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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绍兴首推全城旅游 群星集聚开创明月时代 

作者：汪恩民 来源：中国新闻网 添加日期：09年09月17日 

    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堂，从爱情圣地沈园到大禹陵，乌篷船摇曳着船橹，悠然驶入浙江绍兴这座会

呼吸的古城。9月15日，在“直播浙江——走进市县话发展”第4站绍兴，记者见证了“全城旅游”

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昔日满天群星独缺明月的时代，自此付诸春水不复返。 

    全国首推全城旅游 三位一体时机成熟 

    “绍兴集古城、水城、名城于一体，完全有资格提全城旅游。”绍兴市“全城化旅游”课题组成

员陈荣昌告诉记者，国内提出全城旅游的，目前只有绍兴。 

    绍兴市旅游委员会主任宣传中表示，绍兴是既融合有历史文化、古越风情和江南水城特色的传统

之城，也是创造着现代文明、闪耀着时代文化品位的现代之城。“绍兴素有水乡、桥乡、酒乡、名

士之乡、书法之乡和戏曲之乡的美誉，因此，被当之无愧地冠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十大

魅力城市称号。绍兴更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都可以在此找到遗

存、得到印证。众多历史人物都哺育于此、根植于此，为绍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目前，

绍兴市共有各级文保单位300处，其中市区共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8处，省级文保单位18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47项。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使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更加显现，而

且，成为极具潜力的重要旅游资源。” 

    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此前指出，近年来，绍兴的旅游经济呈现出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近

四年，绍兴市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速达22.4%，高出GDP增速9.9个百分点。2008年绍兴市实现旅游总

收入213.62亿元，占GDP的比重比2004年提高2个百分点。2008年绍兴市入境旅游者人数39.88万人

次，旅游外汇收入1.36亿美元。在公众最向往的中国城市排行榜上，绍兴居第28位。” 

    这一系列的数据，为“全城旅游”的设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荣昌表示，绍兴的旅游如今已经

坐稳了第三产业龙头的位置，全城旅游的时机已经成熟。 

    然而，真正让绍兴下定决心实现变革的，是“满天群星独缺明月”的现状，已经不再适应绍兴发

展的脚步。 

    绍兴市节会办调研策划处处长王能斌告诉记者，他最早是从课本知道绍兴。据悉，绍兴的旅游业

起步早、发展快。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绍兴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参观学习的好去处，绍兴由此成

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上世纪末，绍兴因其景点多而集中，又成为广受欢迎的游览观光胜地。 

    宣传中表示，进入本世纪以来，绍兴旅游既有大发展，又面临着新挑战。“我们走过了‘从景点

到景区，从资源到产品，从事业到产业’的发展过程，景区扩大了，产业发展了，市场拓展了，旅

游经济的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就总体而言，绍兴旅游仍停留在传统的观光阶段，休闲、

体验、参与、度假的产品少，水平低，绍兴旅游资源的禀赋也不太适应休闲、度假等现代旅游业发

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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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如指出，绍兴的旅游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旅游业在该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与绍兴市丰富的旅游资源相比还不相称。“游客逗留时间及人

均消费水平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旅游企业量少质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浙江省门票收入超

5000万元的景区、5A级景区及浙江省接待、外联入境旅游者人数居前20位的旅行社中，都没有绍兴

一席之地。产生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有旅游要素整合不够到位、旅游管理体制

不够顺畅、旅游投融资机制亟需改进，旅游产品开发不够合理等。这对于有悠久历史文化、丰富旅

游资源的绍兴来说，是十分不应该的。” 

    “在绍兴旅游业的转型时期，传统观光旅游遭遇‘瓶颈’，主要表现在景点小、散、老，过路

多、过夜少，观光多、消费少。”宣传中称，绍兴旅游要有新的理念、新的产品、新的体制、新的

举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在全国率先提出“全城旅游”，以此作为自己的突围之路。 

    张金如表示，发展绍兴旅游业，关键是要整合要素资源、理顺旅游体制、丰富旅游产品，形成整

体合力和优势。“按照‘城是一个景、景是一座城’的要求，把整个中心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综合体

来建设，深入发掘水乡风情、文化名城和江南古城等特色资源，打响城市整体品牌，加快实现以景

区观光为主的旅游城市向城旅一体的城市旅游的跨越。” 

   群星集聚开创明月时代 景区建设升格古城建设 

    绍兴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伟庆告诉记者，全城旅游从

本质上是一个转变，那就是从景区建设向古城建设的转变。 

    宣传中表示，全城旅游是绍兴市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制高点，是绍兴打造文化休闲城市、建设

旅游经济强市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社会需要共同推进的富民强市的大业。“作为全城旅游的全新发

展理念，它承载着在转型升级中破解‘观光型’、‘过路站’、‘低消费’三大难题的重任。全城

旅游带来的最实在的改变不仅能大步提升绍兴旅游形象，提高绍兴知名度，增强吸引力，而且将明

显提高绍兴旅游的产业化水平，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让更多游客能在绍兴留下来、住下来、玩起

来、经常来。全城旅游不是景区旅游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把旅游这一概念的范围简单放大，而是一

个有机的综合体，是绍兴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体现，也就是从观光旅游到深度旅游，从旅游产

品到旅游产业，从门票经济到综合经济，从景区旅游到城市旅游等等的一系列升级。” 

    翻开绍兴“全城旅游”的规划，绍兴将围绕历史文化、古城风貌、水乡风情、特色习俗等，大力

开发旅游新产品，打响全城旅游品牌。绍兴将以鲁迅故里、书圣故里、越子城、八字桥、西小路等

历史街区为依托，建设古城旅游区，逐步实行全城旅游一票制。绍兴将充分挖掘古城社区自然环

境、传统建筑、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旅游资源，鼓励开发建设社区旅游资源点，把社区旅游纳入

古城文化体验游。通过建设集黄酒文化、风情美食和观光、休闲、娱乐、餐饮、购物等功能于一体

的绍兴夜游专区，绍兴将大力发展夜间旅游。绍兴将整合现有资源，实现水、岸、景、船、游一体

化，加快城市内河与环城河、外环河及其它鉴湖水域的游线建设，积极发展水上旅游。 

    张金如指出，绍兴要推进全城旅游，首先要在丰富“水乡风情”上有新突破。“绍兴要坚持以水

为脉，充分利用和挖掘河湖自然景观资源和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保护好老城区现存17条河道和84座

桥梁。同时，加快推进曹娥江引水工程建设，加大‘清水工程’实施力度，改善内河水环境，复兴

老城区‘小桥流水、枕河人家’沿河水城风貌。绍兴要加快镜湖区块水环境整治，逐步构筑以河湖

为中心、水景建筑为主体，拥有时尚生活方式的娱乐休闲中心。以迎恩门风情水街建设为重点，将

老城内环、中环、外环的自然风光、人文景点有机串联起来，让游客充分感受和领略绍兴水乡独特

的民俗风情。在赋予水城‘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上下功夫，充分利用镜湖等湖

泊，大力开发猎鱼、赛船、吃河鲜、住游船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旅游参与项目，加快建设具有一定

规模的集中体验区，提升水乡旅游的吸引力。” 

    “绍兴要坚持以文为魂，把繁荣绍兴特色文化与培育壮大旅游产业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规划文化

和旅游发展。”张金如指出，绍兴要推进全城旅游，还要在彰显“文化名城”上有新突破。“在打

好鲁迅故里品牌的同时，着重抓好陆游、徐渭、蔡元培、秋瑾等名人故居的修复、整合和推介，扩

大‘跟着课本游绍兴’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中国黄酒博物馆为载体，以‘古越龙山’、‘会

稽山’等知名品牌为龙头，发展产品特色鲜明的黄酒旅游，开发集展示性、参与性于一体的黄酒旅

游线。绍兴要以兰亭书法艺术学院为依托，利用兰亭书法圣地的优势，吸引全国的书法家和书法爱

好者，因势利导建设书画专业市场，加大书法旅游纪念品开发力度，引导培育书法产业发展。绍兴

要传承发扬越剧、绍剧、莲花落、新昌调腔等戏曲，寻找更能适应新时代文化消费主体的题材，倾

力创作‘绍兴旅游一台戏’。” 

    张金如指出，推进全城旅游，绍兴更要在展示“江南古城”上有新突破。“绍兴要坚持以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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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充分发挥有2500年建城史和至今保持完好的始建城址优势，积极保护开发环城河内8.32平方公

里的绍兴古城，使之成为江南访古的最佳目的地。绍兴要坚持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

性相统一，保持古城空间形态，恢复建筑外部形态，延续‘名人故里、碧水绕城、粉墙黛瓦、古桥

连绵’的古城风貌。按照‘原汁原味的保护、原模原样的恢复、有根有据的重建’要求，开发保护

越子城、八字桥、蕺山街、鲁迅路、西小河、新河弄、石门槛、前观巷、团箕巷等历史文化街区，

切实提升历史街区保护开发水平。绍兴要加大对文保单位、文保点的整修、保护和开发力度，对国

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和省级文保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落实相应保护措施。按照‘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绍兴要切实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推进市区二环线内工业企业提升转型搬

迁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的古城生态环境。绍兴还要加大对古城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使游客在看古

桥、访古居、游古镇中体味绍兴古城的独特魅力。” 

    体制改革推进全城旅游 古城开发慎防伪江南化 

    绍兴市长钱建民表示，发展全城游、全市游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

措，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顺利实施“三年建设计划”的重要保证。“其核心是改革旅游体制机

制，推动绍兴旅游转型升级。思路是‘整体性规划、多元化建设、一体化管理、企业化经营、品牌

化营销、全城化旅游’。落脚点是提升绍兴旅游核心竞争力，促进绍兴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把发

展理念转到加快推动全城旅游上来，促进绍兴旅游由规模扩张向质量并举、由低端建设向高端拓

展、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由粗放经营向集聚集约发展转变，有机延伸产业链，切实提升人均旅

游消费水平。绍兴要进一步强化大旅游观念，突破行业、部门、区域局限，认真编制全市旅游图，

积极谋划区域乃至全市联合游线，切实构筑‘大市区、全城游，大绍兴、全市游’的整体旅游发展

格局，真正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旅游业，跳出旅游看旅游，跳出旅游抓旅游。” 

    宣传中称，绍兴针对休闲度假产品和休闲旅游设施相对薄弱，旅游要素发展还不均衡，以及体制

上合力不足，机制上活力不够等一系列问题，成立绍兴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绍兴市旅游委员

会，负责研究全市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编制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等工作。“绍兴组建旅游集团公司，

负责市区旅游产品的开发、经营和管理，并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和投资主体，实施旅游项

目的投资开发和管理。为了扶持做大做强旅游集团，还将分散在有关部门的一些涉旅资源和资产划

入了旅游集团。” 

    宣传中表示，这次市级旅游经营管理体制调整，对于今后绍兴市旅游业的发展意义深远。“首先

是有利于形成各个部门共同推进旅游业发展的合力。建立牵头抓总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运作机制，

有利于统筹组织和协调全市旅游工作，统一旅游发展规划，形成有利于推进全城旅游的体制机制。

其次是有利于整合绍兴旅游资源要素，统筹运作旅游环境、基础设施、景点景区、旅游资金等各类

旅游要素，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最后是有利于增强旅游业发展的经营活力，有效激活

市场主体活力，创新旅游宣传推广模式，提高旅游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水平，加大旅游投入，进一步

提升绍兴旅游产业的整体素质。”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温州资深驴友单坚告诉记者，当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将

它的力量集中展示出来时，将是如何耀眼壮丽。“踏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得到美的享受，得

到灵魂的洗礼。整个绍兴城，都将是一个完整的景区。” 

    绍兴小燕子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哈苏摄影大师”获得者董建成告诉记者，在绍兴推进全城旅游

发展的过程里，还要谨防伪江南化。“一些城市开发古建筑，是通过拆了之后建造一个伪造的古建

筑来实现的，应该引以为戒。绍兴要打造全城旅游，需要让更多的人达成共识。同时，还要持之以

恒坚持做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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